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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分形预估模型及其仿真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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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对 Ｍ Ｂ分形模型进行了修正，分析了微凸体弹性、弹塑性、塑性各阶段的变形性质。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

的角度，建立了考虑摩擦因素的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分形预估模型，该模型具有几何特性和尺度独立性，在一

定程度上完善了结合面动力学参数的分形模型。通过仿真分析揭示了实际接触面积、法向载荷和摩擦因数对圆柱

体结合面法向刚度的影响。仿真结果表明：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随着实际接触面积的增大而增大，且在较大

分形维数时增大速率较快；随着法向载荷的增大而增大；随着摩擦因数的增大而持续减小，当摩擦因数小于 ０３

时，法向刚度随摩擦因数的增大呈线性衰减，当摩擦因数大于 ０３时，法向刚度随摩擦因数的增大呈指数衰减规

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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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引言

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结合面动态特性进

行了大量研究工作
［１～４］

。宏观方面主要是基于

Ｈｅｒｔｚ理论，从结合面几何参数、材料参数和边界条
件等宏观特性进行研究

［５］
，但对其微观特性（微观

形貌及表面粗糙度）考虑较少。微观方面则主要以

Ｍ Ｂ分形模型［６］
为基础，建立一系列结合面接触



刚度和接触阻尼分形模型，并仿真分析了微观参数

（分形维数、分形尺度参数、接触载荷）对分形模型

的影响规律
［７～９］

。但是 Ｍ Ｂ分形模型对接触表面
的宏观特性，如接触体的几何形状及接触方式考虑

较少，而且其主要针对两平面的接触特性进行分析，

对于圆柱面等曲面接触不能正确分析。赵韩等将平

面法向接触刚度模型进行了合理扩充，建立了两圆

柱体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分形模型
［１０］
，但是未充

分考虑摩擦因素的影响。而结合面之间的摩擦和间

隙具有非线性振动特性，会改变机构动力系统的拓

扑结构，致使系统的精度降低，引起振动、噪声等问

题。因此在结合面的分析中引入摩擦影响，研究考

虑摩擦影响的分形接触模型就显得迫切需要
［１１］
。

本文基于 Ｈｅｒｔｚ接触理论和修正后的 Ｍ Ｂ接
触模型，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，建立考虑摩擦

因素影响的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分形预估模

型，通过数值仿真研究有关参数对结合面法向刚度

的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结合面动力学参数的分

形模型，为后续进行圆柱轴承、齿轮等曲面接触问题

分析奠定理论基础。

１　考虑摩擦因素的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
分形预估模型

１１　微凸体弹性、弹塑性和塑性各阶段变形性质
根据 Ｗａｎｇ和 Ｋｏｍｖｏｐｏｕｌｏｓ对粗糙表面接触模

型的研究
［１２～１３］

，事实上微凸体的变形方式分为弹

性、弹塑性和塑性３种，弹性变形到塑性变形的转换
并不是突变的。而 Ｍ Ｂ模型中将微凸体的变形简
化成由弹性变形突然转换成完全塑性变形，忽略了

由弹性变形到塑性变形的转换变形状态即弹塑性状

态，而且结合面之间的摩擦和间隙等非线性因素也

应考虑。基于此，本节对此进行了修正，对考虑摩擦

因素的结合面微凸体弹性、弹塑性和塑性各阶段变

形性质进行了分析。

图 １　两微凸体接触示意图

Ｆｉｇ．１　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ｓ
　 Ｈｅｒｔｚ理论中两微凸体接触示意图如图 １所示。
由赫兹接触模型可知，基于真实结合面积中弹性变

形和塑性变形结合面积大小的研究结果，可以判定

微凸体由弹性变形转换为塑性变形的临界变形量为

δｃ (＝ πＫσｙ
２ )Ｅ

２

Ｒ （１）

式中　σｙ———材料屈服强度
Ｋ———材料硬度 Ｈ与屈服强度的相关系数，

满足 Ｈ＝Ｋσｙ
Ｅ———材料等效弹性模量
Ｒ———微凸体曲率半径

变形前微凸体表面轮廓的数学模型
［１４］
为

ｚ（ｘ）＝ＧＤ－１ａ１－０５Ｄ (ｃｏｓ πｘ
ａ )０５

（－０５ａ０５＜ｘ＜０５ａ０５） （２）
式中　ａ———实际接触面积

Ｇ———分形尺度参数
Ｄ———分形维数

对式（１）在 ｘ＝０处求值可得微凸体顶端接触
变形量为

δ＝ＧＤ－１ａ１－０５Ｄ （３）
根据式（１）也可以求出微凸体的曲率半径为

Ｒ＝ａ０５ＤＧ１－Ｄ／π （４）
当接触面有相对滑动摩擦时，微凸体开始发生

屈服的临界平均接触压力
［１５］
为

ｐμ＝１１ｋμσｙ （５）

其中 ｋμ＝
１－０２２８μ （０≤μ≤０３）

０９３２ｅ－１５８（μ－０３） （０３＜μ≤０９{ ）

式中　μ———摩擦因数
ｋμ———摩擦力修正因子

将式（５）代入式（１）中可得到考虑摩擦因素时
微凸体弹性临界变形量为

δμｃ (＝ ３πｐμ
４ )Ｅ

２

Ｒ (＝ ３３πｋμσｙ
４ )Ｅ

２

Ｒ （６）

将式（３）和（４）代入式（６）可得到微凸体弹性变
形临界面积为

ａμｃ (＝ ３３π０５ｋμσｙ
４ )Ｅ

２
１－Ｄ
Ｇ２ （７）

由赫兹理论可知，当微凸体实际接触面积大于

临界弹性接触面积 ａ＞ａμｃ时，此时微凸体发生弹性
变形。在此引入临界塑性接触面积 ａｐｔ，当微凸体实
际接触面积小于临界塑性接触面积 ａｐｔ时，微凸体将
发生完全塑性变形；当微凸体实际接触面积大于临

界塑性接触面积 ａｐｔ而小于临界弹性接触面积 ａμｃ
时，即 ａｐｔ＜ａ＜ａμｃ时，微凸体将处于弹塑性变形状
态。

根据 Ｊｏｈｎｓｏｎ理论［１６］
及式（３）和（４）得到临界

塑性接触面积 ａｐｔ为

ａｐｔ＝Ｇ (２ Ｅβ
σ )
ｙ

２
Ｄ－１

（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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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β＝
槡 (π ２ｍ＋１

２ )ｍ

２（ｍ－１）

（３０×０２
１
ｍ）

ｍ
ｍ－１

式中　ｍ———应变硬化指数
１２　考虑摩擦因素的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分

形预估模型

对于两曲面之间的接触，接触点的面积分布

ｎ′（ａ）满足［１７］

ｎ′（ａ）＝－ｄＮ′（Ａ＞ａ）
ｄａ

＝λＤ２ψ
２－Ｄ
２ ａ

Ｄ
２
ｌａ

－Ｄ＋２２ （９）

其中 λ




＝
Ｃ (１

Ω（Ｂ，Ｅ）
Ｘ )
ｈ

Ｃ２

∑


Ｓ

Ｘｈ

ＦＣ２Ｘｈ

式中　∑Ｓ———两曲面的表面积之和
Ｘｈ———综合曲率半径
Ｂ———接触体宽度
Ｆ———曲面间法向载荷
Ω（Ｂ，Ｅ）———关于 Ｂ和 Ｅ的函数
Ｃ１、Ｃ２———与曲面几何形状有关的系数，其值

由曲面形式确定

对任一接触面积为 ａ的接触点，两圆柱面间的
法向载荷与接触面积有如下关系

［１４～１５］
：

（１）若 ａ＞ａμｃ，接触点发生弹性变形，接触载荷
为

Ｐｅ＝
４槡π
３
ＥＧＤ－１ａ

３－Ｄ
２ （１０）

（２）若 ａｐｔ＜ａ＜ａμｃ，接触点发生弹塑性变形，应
用球形压痕模型可得接触载荷为

Ｐｅｐ＝
２
３σ

ｍ－１
ｍ [ｓ ０２Ｅ２槡 (π ２ｍ＋１

２ )ｍ

２（ｍ－１ ]）
１
ｍ
·

Ｇ
Ｄ－１
ｍ ａ

２ｍ＋１－Ｄ (ｍ ２＋ｌｎ 
ｍ－１
ｍ

３×０２
１ )
ｍ

（１１）

（３）若 ａ＜ａｐｔ，接触点发生塑性变形，接触载荷
为

Ｐｐ＝ｋμσｙａ （１２）
整个真实接触面的接触载荷利用接触面积分布

函数 ｎ′（ａ）与单个接触点的载荷而求得
（１）当 ａｌ＜ａｐｔ时

Ｐ＝ｋμσｙＡｒ （１３）
（２）当 ａｐｔ＜ａｌ＜ａμｃ时

Ｐ＝ｋμσｙ∫
ａｐｔ

０
ｎ′（ａ）ａｄａ＋∫

ａｌ

ａｐｔ

Ｐｅｐｎ′（ａ）ａｄａ＝

λ Ｄ
２－Ｄ

ｋμσｙｋ２ａ
２－Ｄ
２
ｐｔ ＋

λｍＤｋ１
ξＧ

Ｄ－１
ｍ ｋ (２ ａ

ｋ１
２ｍ
ｌ －ａ

ｋ１
２ｍ )ｐｔ （１４）

（３）当 ａｌ＞ａμｃ且 Ｄ≠１５时

Ｐ＝ｋμσｙ∫
ａｐｔ

０
ｎ′（ａ）ａｄａ＋∫

ａμｃ

ａｐｔ

Ｐｅｐｎ′（ａ）ａｄａ＋

∫
ａｌ

ａμｃ

Ｐｅｎ′（ａ）ａｄａ＝λ
Ｄ
２－Ｄ

ｋμσｙｋ２ａ
２－Ｄ
２
ｐｔ ＋

λｍＤｋ１
ξＧ

Ｄ－１
ｍ ｋ２（ａ

ｋ１
２ｍ
μｃ－ａ

ｋ１
２ｍ
ｐｔ）＋

λ ４槡πＤ
３（３－２Ｄ）

ＥＧＤ－１ｋ２（ａ
３－２Ｄ
２

ｌ －ａ
３－２Ｄ
２
μｃ ） （１５）

其中　ｋ１＝２ｍ＋１－（ｍ＋１）Ｄ　ｋ２＝ψ
２－Ｄ
２ ａ

Ｄ
２
ｌ

ξ＝２３σ
ｍ－１
ｍ [ｙ ０２Ｅ槡 (π ２ｍ＋１

２ )ｍ

２（ｍ－１

]
）

１
ｍ

(

·

２＋ｌｎ ψ
ｍ－１
ｍ

３×０２
１ )
ｍ

（４）当 ａｌ＞ａμｃ且 Ｄ＝１５时

Ｐ＝３λｋμσｙψ
１
４ａ

３
４
ｌａ

１
４
ｐｔ＋λπ

１
２ＥＧ

１
２ψ

１
４ａ

３
４
ｌｌｎ
ａｌ
ａμｃ
＋

λ ３ｍｍ－１ξ
Ｇ
１
２ｍψ

１
４ａ

３
４
ｌ（ａ

ｍ－１
４ｍ
μｃ －ａ

ｍ－１
４ｍ
ｐｔ ） （１６）

根据赫兹理论单个微凸体的法向接触刚度为

Ｋｎ＝∫ｋｎｎ′（ａ）ｄａ （１７）

故当结合面发生弹性变形、弹塑性变形和塑性

变形时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为

Ｋｎ＝∫
ａｌ

ａμｃ

ｋｎｎ′（ａ）ｄａ＋∫
ａμｃ

ａｐｔ

ｋｎｎ′（ａ）ｄａ＝

２λＥＤψ１－０５Ｄａ
Ｄ
２
ｌ

槡π（１－Ｄ）
（ａ

１－Ｄ
２
ｌ －ａ

１－Ｄ
２
μｃ ）＋

２λＥ′Ｄψ１－０５Ｄａ
Ｄ
２
ｌ

槡π（１－Ｄ）
（ａ

１－Ｄ
２
μｃ －ａ

１－Ｄ
２
ｐｔ ） （１８）

式中　Ｅ′———弹塑性变形阶段的相当弹性模量
由 Ｅ＝σ／ε＝Ｐｌ／（ＡΔｌ）可知，在弹塑性变形阶

段，接触面积增大，应力减小，变形量增加，因此，弹

性模量减小，故取 Ｅ′＝０９Ｅ。
式（１８）包含了结合面微观形貌的摩擦因数 μ、

分形维数 Ｄ、分形尺度参数 Ｇ以及宏观几何尺寸等
参数，从而构成了考虑摩擦因素的两曲面结合面法

向接触刚度分形预估模型。

２　分形预估模型的数值仿真分析

２１　分形模型可行性分析
无量纲实际接触面积与单点最大接触面积有关

系
［１４］

Ａｒ＝
Ｄ
２－Ｄψ

２－Ｄ
２ ａｍａｘ （１９）

取无量纲 σｙ／Ｅ＝０００１，摩擦因数 μ＝０５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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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维数 Ｄ＝１３０，分形尺度参数 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１１ｍ；
两圆柱体 Ｒ１＝１００ｍｍ，Ｒ２＝５０ｍｍ，Ｆ＝１０００Ｎ，Ｂ＝
５０ｍｍ，Ｅ＝１５５０００ＭＰａ，代入式（１０）后得 λ＝０９６，
仿真时取 １。对比分析本文所建立的考虑摩擦因
素、弹塑性变形状态曲面模型与文献［１０］中既不考
虑摩擦、又不考虑弹塑性变形模型的结果如图 ２所
示。

图 ２　考虑摩擦弹塑性模型与未考虑摩擦弹塑性

模型法向刚度对比

Ｆｉｇ．２　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ｉｎ

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
　

　　

　　由图２可知：①在相同参数下，考虑摩擦的两圆
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小于未考虑摩擦法向刚度，这

主要是因为由于摩擦力的存在，微凸体临界弹性接

触面积增大，与无摩擦模型相比，接触点接触面积小

于临界接触面积比例增加，即处于塑性变形的比例

增加，结合面刚度相应地减小。②既考虑摩擦、又
考虑弹塑性变形结合面法向刚度大于既不考虑摩

擦、又不考虑弹塑性变形时的法向刚度，这主要因

为除了摩擦因素的影响外，本文考虑了微凸体弹

塑性阶段变形，减小了处于塑性变形的比例，使结

合面阻尼减小刚度增大。这证明了本文所建立的

既考虑摩擦、又考虑微凸体弹塑性变形模型的合

理性。

２２　法向刚度与实际接触面积的关系

根据式（１８）和式（１９），其他参数不变，取 μ＝
０５，Ｄ＝１３０、１３８、１４５、１５０，相应的 ψ＝２１８３７、
２１０３３、２０４１１、２０００７［１４］，仿真分析法向刚度与
实际接触面积的关系曲线，如图３所示。

图 ３　不同分形维数下法向刚度与实际接触面积的关系曲线

Ｆｉｇ．３　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ｒｅａ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

（ａ）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９ｍ　（ｂ）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１０ｍ　（ｃ）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１１ｍ
　
　　图 ３表明，μ＝０５时，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
Ｋｎ随着实际接触面积 Ａｒ的增大而增大。这主要是
因为实际接触面积越大，弹性接触变形所占比例越

大，结合面存储的弹性应变能力越强，刚度越大。指

定实际接触面积时，分形维数越大，法向刚度越大。

结论与文献［９］一致，所以可以通过增大分形维数
来提高结合面刚度。对比图 ３可以得出，分形特征
尺度参数 Ｇ越小，法向刚度越大。原因为分形特征
尺度参数 Ｇ越小即结合面间粗糙度越小，弹性接触
变形所占比例越大。所以降低圆柱结合面间的粗糙

度有助于提高法向刚度。

２３　法向刚度与法向载荷的关系
根据式（１３）～（１６）和式（１８），其他参数不变，

取 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９ｍ，Ｄ＝１３０、１３８、１４５、１５０，仿
真分析法向刚度与法向载荷的关系曲线，如图 ４所
示。

图４表明，圆柱结合面法向刚度 Ｋｎ随着法向载

图 ４　不同分形维数下法向刚度与法向载荷的关系曲线

Ｆｉｇ．４　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

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
　
荷 Ｐ的增大而增大，这与文献［１０］中结论一致。而
且 Ｄ越大，法向刚度随法向载荷的增幅越大。主要
原因为结合面法向载荷 Ｐ越大，结合面间的实际接
触面积 Ａｒ越大，其承受法向载荷的能力也越大。所
以，增大圆柱结合面法向载荷有利于提高其法向刚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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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　法向刚度与摩擦因数的关系
根据式（７）、式（８）和式（１８），其他参数不变，取

Ｇ＝１３６×１０－９ｍ，Ａｒ＝００１，无量纲 σｙ／Ｅ＝０００１，
Ｄ＝１３０、１３８、１４５、１５０，仿真分析法向刚度与摩
擦因数的关系曲线，如图５所示。

图 ５　不同分形维数下法向刚度与摩擦因数的关系曲线

Ｆｉｇ．５　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

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
　
图５表明，圆柱结合面法向刚度随着结合面摩

擦因数的增大而持续减小，表现为当摩擦因数小于

０３时，法向刚度随摩擦因数的增大呈线性衰减，当
摩擦因数大于 ０３时，法向刚度随摩擦因数的增大
　　

呈指数衰减规律，并且减小速度随着分形维数 Ｄ的
增大而迅速地减小。因此，可以在较大分形维数 Ｄ
时，通过减小两圆柱结合面间的摩擦因数来提高法

向刚度。

３　结论

（１）修正了 Ｍ Ｂ分形模型，分析了结合面弹
性、弹塑性和塑性各阶段的变形性质；从宏观和微观

相结合的角度，建立了考虑摩擦因素的两圆柱面结

合面法向刚度分形预估模型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

结合面动力学参数的分形模型，为解决圆柱体、齿轮

等曲面接触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。

（２）两圆柱结合面法向刚度随着实际接触面积
的增大而增大，且在较大分形维数时增大速率较快；

随着分形特征尺度参数的增大而减小；随着法向载

荷的增大而增大；随着摩擦因数的增大而持续减小，

当摩擦因数小于 ０３时，法向刚度随摩擦因数的增
大呈线性衰减，当摩擦因数大于０３时，法向刚度随
摩擦因数的增大呈指数衰减规律，并且减小速度随

着分形维数 Ｄ的增大而迅速地减小。

参 考 文 献

１　兰国生，张学良，丁红钦，等．基于分形理论的结合面改进接触模型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１，４２（１０）：２１７～２２３．
Ｌａｎ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，Ｄｉ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ｎ，ｅｔａｌ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［Ｊ］．
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１，４２（１０）：２１７～２２３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２　兰国生，张学良，丁红钦，等．基于分形理论的结合面静摩擦因数改进模型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１）：２１３～２１８．
Ｌａｎ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，Ｄｉ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ｎ，ｅｔａｌ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
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１）：２１３～２１８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　ＦｕＷ Ｐ，ＨｕａｎｇＹＭ，ＺｈａｎｇＸＬ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ｎｏｒｍ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［Ｊ］．
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，２０００，１２２（４）：３９３～３９８．

４　ＡｈｍａｄｉａｎＨ，ＪａｌａｌｉＨ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ｌｔｅｄｌａｐｊｏｉｎｔ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［Ｊ］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
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，２００７，２１（２）：１０４１～１０５０．

５　方子帆，舒刚，何孔德，等．齿轮传动多体接触动力学模型［Ｊ］．机械传动，２００９，３３（１）：１５～１８．
ＦａｎｇＺｉｆａｎ，ＳｈｕＧａｎｇ，ＨｅＫｏｎｇｄｅ，ｅｔａｌ．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
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，２００９，３３（１）：１５～１８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６　ＭａｊｕｍｄａｒＡ，ＢｈｕｓｈａｎＢ．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［Ｊ］．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，１９９１，
１１３（１）：１～１１．

７　温淑花，张宗阳，张学良，等．固定结合面刚度分形模型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３，４４（２）：２５５～２６０．
ＷｅｎＳｈｕｈｕａ，ＺｈａｎｇＺｏｎｇｙａ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，ｅｔａｌ．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ｆｉｘｅｄ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
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３，４４（２）：２５５～２６０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８　张学良，黄玉美，傅卫平，等．粗糙表面法向接触刚度的分形模型［Ｊ］．应用力学学报，２０００，１７（２）：３１～３５．
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，ＨｕａｎｇＹｕｍｅｉ，ＦｕＷｅｉｐｉｎｇ，ｅｔａｌ．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［Ｊ］．Ｃｈｉｎｅｓｅ
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，２０００，１７（２）：３１～３５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９　温淑花，张学良，武美先，等．结合面法向接触刚度分形模型建立与仿真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０９，４０（１１）：１９７～２０２．
ＷｅｎＳｈｕｈｕａ，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，ＷｕＭｅｉｘｉａｎ，ｅｔａｌ．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ａｎｄ
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０９，４０（１１）：１９７～２０２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１０　赵韩，陈奇，黄康．两圆柱体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分形模型［Ｊ］．机械工程学报，２０１１，４７（７）：５３～５８．
ＺｈａｏＨａｎ，ＣｈｅｎＱｉ，ＨｕａｎｇＫａｎｇ．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’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
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，２０１１，４７（７）：５３～５８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（下转第 ２９３页）

１８２第 １０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小彭 等：两圆柱体结合面法向刚度分形预估模型及其仿真分析



Ｇｕｏ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，ＳｕｎＹｏｎｇｑｕａｎ，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ｉ，ｅｔａｌ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［Ｊ］．
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，２０１２，４８（２）：２～８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０　于海生，张建武，张彤，等．电磁功率分流混合动力汽车传动控制模式研究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６）：１～７．
Ｙｕ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ｕ，ＺｈａｎｇＴｏｎｇ，ｅｔａｌ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ｄ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ｐｌｉｔｈｙｂｒｉ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
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６）：１～７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１　田红亮，赵春华，方子帆，等．基于各向异性分形理论的结合面切向刚度改进模型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３，４４（３）：２５７～２６６．
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，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ｈｕａ，ＦａｎｇＺｉｆａｎ，ｅｔａｌ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ｆｏｒ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ｕｓｉｎｇ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
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３，４４（３）：２５７～２６６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２　田红亮，朱大林，方子帆，等．赫兹接触 １２９年［Ｊ］．三峡大学学报：自然科学版，２０１１，３３（６）：６１～７１．
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，ＺｈｕＤａｌｉｎ，ＦａｎｇＺｉｆａｎ，ｅｔａｌ．１２９ｙｅａｒｓｏｆＨｅｒｔｚｃｏｎｔａｃｔ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：Ｎａｔｕｒａｌ
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，２０１１，３３（６）：６１～７１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３　田红亮，朱大林，秦红玲，等．结合部法向载荷解析解修正与定量实验验证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１，４２（９）：２１３～２１８．
Ｔｉａｎ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，ＺｈｕＤａｌｉｎ，Ｑｉｎ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，ｅｔａｌ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ｌｏａｄ’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
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１，４２（９）：２１３～
２１８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４　曹衍龙，徐朋，金鹭，等．基于图形处理器的三维表面质量快速评定技术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３）：２１９～２２２，２２９．
ＣａｏＹａｎｌｏｎｇ，ＸｕＰｅｎｇ，ＪｉｎＬｕ，ｅｔａｌ．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
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１２，４３（３）：２１９～２２２，２２９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３５　方子帆，贺青松，向兵飞，等．低张力缆索有限元模型及其应用［Ｊ］．工程力学，２０１３，３０（３）：４４５～４５０．
ＦａｎｇＺｉｆａｎ，Ｈｅ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，ＸｉａｎｇＢｉｎｇｆｅｉ，ｅｔａｌ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Ｅｍｏｄｅｌｏｎｃａｂｌｅｓｉｎｌｏｗｔｅｎｓｉｏｎ［Ｊ］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
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，２０１３，３０（３）：４４５～４５０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



）

（上接第 ２８１页）
１１　李小彭，王伟，赵米鹊，等．考虑摩擦因素影响的结合面切向接触阻尼分形预估模型及其仿真［Ｊ］．机械工程学报，２０１２，

４８（２３）：４６～５０
Ｌｉ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，ＷａｎｇＷｅｉ，ＺｈａｏＭｉｑｕｅ，ｅｔａｌ．Ｆｒａｃ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ａｍｐｉｎｇｏｆ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
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，２０１２，４８（２３）：４６～５０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１２　ＷａｎｇＳ，ＫｏｍｖｏｐｏｕｌｏｓＫ．Ａ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ｌｏｗｓｌｉ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：ｐａｒｔⅠ—ｅｌａｓｔｉｃ
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［Ｊ］．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，１９９４，１１６（４）：８１２～８２２．

１３　ＷａｎｇＳ，ＫｏｍｖｏｐｏｕｌｏｓＫ．Ａ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ｌｏｗｓｌｉ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：ｐａｒｔＩＩ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
ｄｏｍａｉｎｓ，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［Ｊ］．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，１９９４，１１６（４）：８２４～８３２．

１４　葛世荣，朱华．摩擦学的分形［Ｍ］．北京：机械工业出版社，２００５．
１５　朱育权，马保吉，姜凌彦．粗糙表面接触的弹性、弹塑性、塑性分形模型［Ｊ］．西安工业学院学报，２００１，２１（２）：１５０～１５７．

ＺｈｕＹｕｑｕａｎ，ＭａＢａｏｊｉ，Ｊ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ａｎ．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ｒ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
ｏｆＸｉ’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，２００１，２１（２）：１５０～１５７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１６　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Ｌ．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［Ｍ］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８５．
１７　黄康，赵韩，陈奇．两圆柱体表面接触承载能力的分形模型研究［Ｊ］．摩擦学学报，２００８，２８（６）：５２９～５３３．

ＨｕａｎｇＫａｎｇ，ＺｈａｏＨａｎ，ＣｈｅｎＱｉ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’ｓｕｒｆａｃｅ［Ｊ］．
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，２００８，２８（６）：５２９～５３３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



）

（上接第 ２９８页）
１２　ＣｈｅｎＹ，ＺｈａｎｇＭＭ，ＬｉｕＺＱ．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［Ｊ］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，

２０１１，３３７：１６３～１６７．
１３　芦亚萍，张军强，马季，等．超声磁粒复合研磨加工工艺参数控制系统设计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０７，３８（８）：１６８～１７２．

ＬｕＹａｐｉ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，ＭａＪｉ，ｅｔａｌ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
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０７，３８（８）：１６８～１７２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１４　ＳｈｉｎｍｕｒａＴ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ｒｏｌｌｅｒｓ［Ｊ］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ＣＩＲＰ，１９９４，４３（１）：１８１～１８４．
１５　芦亚萍，马季，蔡军伟，等．模具自由曲面磁力超精研磨控制系统［Ｊ］．农业机械学报，２００６，３７（７）：１６３～１６６．

ＬｕＹａｐｉｎｇ，ＭａＪｉ，ＣａｉＪｕｎｗｅｉ，ｅｔａｌ．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ｏｎｍｏｌｄｓｆｒｅｅｓｕｒｆａｃｅ
ｐｒｏｃｅｓｓ［Ｊ］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，２００６，３７（７）：１６３～１６６．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）

１６　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ＮＧ，ＡｂｒａｍｏｆＥ，ＣｏｒａｔＥＪ，ｅｔａｌ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ｖｉｌｙｂｏｒｏｎｄｏｐｅｄｄｉａｍｏｎｄｆｉｌｍｓ
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ｂｙｍｉｃｒｏ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［Ｊ］．Ｃａｒｂｏｎ，２００３，４１（６）：１３０１～１３０８．

３９２第 １０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田红亮 等：结合部静摩擦因数修正与定量实验验证


